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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象的媒介呈现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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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国家形象的优质传播不仅能帮助我国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更有利于增强国

家的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已成为国家与政府

颇为重视的命题，而大众传媒因其传播的及时性、公开性与广泛性，成为国家形象的有力塑造者。其中，

《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促进华人文化全球传播的代表性媒体，堪称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平台。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召开，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那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十九大报道建构了怎样的国家形象？它又是如何建构的？其动因何在？本

文将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解读与学理阐释。

一、建构动因：自我表达与身份询唤

２１世纪，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已步入新时代，曾经被割裂的世界在全球卫星、互联

网的联结下，聚合成为一个整体。原本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互相认识与对话，同时亦展开了相互间的

激烈竞争。随着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渐增强，中国已逐渐走进全球政治格局的中心，成为世界瞩目的

焦点。

大国强国的繁荣兴盛，从来不是封闭舞台上的自我演绎，而是各国间的相互合作与融合。然而，因政

体的差异，以及中国复杂的历史、民族等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

甚嚣尘上。因此，如何在国际传播中置换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宣传基调，重塑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实

现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间的联系亦逐渐加强，

愈来愈多的国人涌向世界各地。在频繁的社会流动中，家园感、民族感乃至国家感在大同小异的城市文化

中日渐消失，海外游子发现自己的民族身份失落了，陷入一种“无根”的尴尬境地，但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对家国故土的眷恋，对国家民族的归依始终是深藏在人类血脉基因中的情愫。如何强化海外游子对民族

国家同一性的认同，帮助他们找寻迷失的身份，显然是一项亟待解决的命题。

早在２０世纪，随着卫星电视的日益兴起，人类足不出户便可畅游全球，体验不同民族的艺术与文化。

大众媒介俨然已成为人类感知与认识世界的眼睛，同时亦成为民族国家认同重构的新路径。作为中国对

外传播的重要阵地，《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以及各国友人为主要传播受众，其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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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表达中国声音、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重任。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这一受到国内

外高度关注的盛事，自然成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宣传的重中之重。其通过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再

现五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让外国友人与海外华人共同见证中国的繁荣昌盛、和平发展，一方面，消泯国际

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顾虑，另一方面，努力建构华人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血脉纽带。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亮相愈加频繁，但外国受众却难以抹去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

象”。所谓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度简单化、概括化、固定化和标签化的思维，其中暗含个人的

价值评判与好恶偏见。“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储了大量至少是一些固定成见，在观察世界之前已经有人告诉

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对大多数事物，我们总是在经历它们之前预先对其想象，而这些先入之见会深深

地支配我们的整个知觉过程。这些先入为主的对世界的认知便有可能会形成偏见”［１］。不可否认，大众传

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且在形成和维护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人

们通过新闻事件认知世界，而大众媒介则利用新闻报道建构并维护受众对某一事物的“刻板印象”，外国

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亦因此生成。面对此境况，《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媒介宣传的重要阵地，肩负着破

除“刻板印象”的使命，其通过传达中国人民自己的声音，客观写实地展现当代中国的全貌，令海外受众感

触到真实的中国，以此来重新审视、接受与肯定中国的和平发展。

埃瓦尔德·赫林曾写道：“记忆把无数单个现象连成整体。要不是物质吸引力把我们的躯体凝聚在一

起，我们的躯体早就分裂成无数原子了；同样，要是没有记忆的凝结力，我们的意识也早就分崩离析了。”［２］

十九大报道正是运用各种建构手法，呈现了一个文明和谐的盛世中国，将华人心中那抹深刻在血脉骨髓中

的集体记忆附着于新闻报道之上，倾力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如１８日第五版的《历史是理解十九大的一

把钥匙》中提到：“建党近百年来，中共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就在于能洞悉历史趋

势，顺势而为。如何洞悉？就在于拥有思想的力量、理论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共都会与时

俱进树立自己的指导思想。”“近百年”的时间状语将天下炎黄子孙带入到那一段筚路蓝缕却又砥砺光辉

的峥嵘岁月，唤醒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借助回忆的仪式，强化自身的国族身份。“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

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

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３］。十九大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政治仪式，而接触关于十九大的新闻

报道则是全体华人共同参与的重大媒介事件。《人民日报》（海外版）充分利用其特有的广泛性传播优势，

打破地域的界限，将分散在海角天涯的华人再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共同经历、积极参与到十九大这一仪

式中来。仪式既具有传递共同情感与价值观、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同时亦能消弭社会冲突、重构社会秩

序、增强社会团结。“仪式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

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相关报道既提高了我

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同时，其所蕴含的情感又成为受众情感流的共同指向，令受众在仪式参与的过

程中，获得对自我国族身份的再确认。《人民日报》（海外版）借十九大报道的契机，精准地展现了五年来

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建构繁荣昌盛、极具特色的大国形象，呼应当下国势与民心，成为大国崛起的时代

隐喻，完成关乎中国梦的集体表达，亦回应了华夏子民对自我族群身份的探寻。

二、国家形象：繁荣和谐与和平崛起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

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

现”［５］。《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十九大报道为我们呈现了多维的中国形象，一是繁荣发展的盛世中国，二

是平等和谐的民主中国，三是和平崛起的友好中国。

１．繁荣发展的盛世中国

繁荣的中国首先体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强势崛起。据图 １的数据显示，《人民日报》

（海外版）在十九大期间的经济新闻报道共２３篇，占报道总量的１３％。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也是

衡量一个国家兴旺与否的重要标准。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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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质疑。《人民日报》（海外版）运用大量篇幅展现我国经济的强盛，在这些报道中，记者均有意识地将

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与世界经济复兴紧密相连，强调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突出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虽不同，但并非对立，中国人民在积极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繁荣的中国在书写中华文化的自信上亦可圈可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分野的

重要标识，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中华文化映证中国智慧，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自信，彰显

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弘扬、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

一。２１世纪以来，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涤荡了世界各个角落的差异，特别是规模化的复制批量生产愈

加加深了文化的同质性，而这也使得本土文化在国家间的软实力竞争中，倍受瞩目。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

走出去，在百花争妍的大花园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对抗“去中国化”，显然是传统文化发展的

题中之义。据图１的数据显示，在７天的报道中，关于文化的报道有１５篇，占９％。十九大开幕当天，人民

日报刊登了著名学者蒙曼撰写的《让“文化自信”融入生活》，传统文化的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文化的繁

荣主要从悠久和多样两个层面来切入，１８日的第九版用大篇幅刊登了《少数民族文学：向中国展示多样文

化》一文，通过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畅销来彰显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在海外的受欢迎度。无独有偶，

２３日的第九版也刊登了《“非”遗活起来，公众要参与》的文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聚焦点，通过其时间之

久、数量之多等特点，从侧面烘托我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实现文化服务与民众诉求的有效对接，为建设文化

强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为受众建构了一个凤凰涅?、浴火重生，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盛

世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极速前进，其还拥有独特的文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担当。

图１　《人民日报》（海外版）十九大报道议题的分布

２．平等和谐的民主中国

民主是一种可以滑动到社会大厦各个角落的黏合剂，以确保每一位公民正当合法权利的实现。《人民

日报》（海外版）关于十九大的报道，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平等与自由。

阶层和谐是一个国家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但因中西方政体的不同，宣扬自由平等的西方国家向来对

我党的执政方式存在某些误解。１８日，十九大开幕之际，《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历史是理解十九大的

一把钥匙》中提到：“在会议召开前，外界有很多猜测，既不乏解人，也有一些妄评。其实，很多误解和偏

见，根子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逻辑的不理解。与西方以选票为中心的选举型政党不同，中共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从革命年代开始，就与中国的命运休戚与共，并在建设、改革时期领航中国前行，这使

得中共有着超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２９日，第八版用整版的篇幅为世人描摹了一幅平等和谐的家国

图：《教育改革：托举美好明天》以教育为切入点，重点报道我国乡村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通过教育这一

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议题，既折射出我国农村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也暗示着城乡差距、城乡

割裂的日渐消弭。《创业潮驱动新时代经济》则为我们展示了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报道的主角是一名普

通城市务工人员，其在政府的帮扶下，在我国先进科技的推动下，毅然回乡创业，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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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要在“他者”身上寻找自我。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弱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艰辛与卑微，

一直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底层百姓人生的直观缩影。在此文中，记者叙述“姐姐”的创业之路，展现农民工

的小康生活只是其表，更深层的是抓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迎合百姓渴望步入中产阶层，实现

社会跃迁的质朴意愿。除了正面呈现，《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意识地运用侧面烘托的方式来论证我国

阶层的平等和谐，如２２日第五版《全面从严治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文向读者介绍了五年来我国政府

的“反腐”业绩，从上层视角，印证我国在消解阶层分化、促进阶层平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推而论之，中国的民主和谐不仅体现在阶层的平等上，同时亦体现在各民族的团结友爱之上。中国是

一个多民族国家，但近年来，一些小范围的民族矛盾，如藏独势力、新疆恐怖分子等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些国际分裂分子亦想以此为突破口，破坏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世人谱写了一

曲民族团结的华美乐章，在１８日开幕之际，其在第二版刊登了《相信明天日子会更好》的文章，列举广西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云南富宁瑶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地百姓的生活故事，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兴衰紧密融合，通过普通民众对自我幸福生活的叙述与对国家感恩

之情的言说，来昭示中华民族的欣欣向荣与团结一心，强化对国家共同体的归属认知与情感皈依。

３．和平崛起的友好中国

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模式。《人民日报》（海

外版）以富饶、民主等意向为核心，向世人倾情讲述了一个大国崛起的动人故事。回溯历史，１４９４年，在没

有人准确知道世界有多大的时候，当时的两大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纸契约将地球一分为

二。从此，与大国崛起相伴相随的，始终是殖民的攻城掠地与开疆拓土，而中国的强盛是和平崛起。

论及和平崛起，自然绕不开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关系。１８日头版的《中国愈强大，就愈利好世

界》提到：“中国还是‘一带一路’这一令各国振奋的包容性发展平台的首倡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的重要领军者，是将温暖有力的双手伸向非洲这一发展洼地的援助者。”作者将中国与世界视为密不可分

的整体，通过中国带动世界发展这一事实映射出中国与世界唇齿相依，凸显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习

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海外版）通过表述中国对世界所作的

贡献，中国的崛起将在世界“命运共同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解构与颠覆国际社会以往刻板的中

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无形的资产，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精神信念的外化，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不仅可加强一个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亦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提升国际竞争

力，深刻地影响一国的内政外交。《遍向往，发版）还影



九大所提及的各项民生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突破，深入细致地建构多元丰富的中国形象。

表１　《人民日报》（海外版）十九大报道的新闻数量统计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１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４
２７ １５ ２８ ２９ ２８ ２５ ２５ １７７

“叙事视角不仅是艺术、技巧的问题，还是一个建构意义，即意识形态的问题”［６］。在关于十九大的侧

面报道中，《人民日报》（海外版）运用多元化的叙事视角，努力建构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据统计，《人民

日报》（海外版）以百姓微观视角撰写的新闻共４６篇，占总报道的２６％，可见记者并非一味地站在高处俯

瞰这五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全貌，而是将细腻的笔触深入到全国各个角落，触碰有声有色的百姓世俗

生活。２１日的第六版，记者对安徽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金池社区五十多名老党员集中学习十九大报告精

神、河北秦皇岛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为建设路小学讲解无线电知识在无人机中的技术应用、国网安徽省

电力公司宿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作业班副班长许启金创新创业等事迹娓娓道来。记者放弃宏大的

元叙事，向日常化的微观叙事与家常式的小型叙事位移，用微观的民生视角来映照宏观的中国巨变，以局

部映像呈现社会全景，细致的观察、细心的捕捉、细节的再现，突破传统宣传话语的窠臼，为读者奉献了一

幅幅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市井画卷。

耐人寻味的是，在对百姓生活的报道中，记者有意识地退居到了“幕后”，或者说，其刻意“隐去”采访

的过程，让当事人自己诉说人生故事。如２２日的第八版《乡村振兴：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主要报道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可喜成就。文章大部分篇幅都是基层工作人员自己在“说”，从乡村书记到普通职员，他

们用自己的话语道出乡村的变化、改革的成绩，依循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来书写新闻，运用诉诸理性与诉

诸情感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新闻叙事，触及受众心灵深处，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创业潮驱动新时代

经济》中，作者深情讲述了自己姐姐的创业故事，姐姐开网店的酸甜苦辣一一再现。文章将中国和平崛起

的理念渗透于百姓故事之中，借助人文关怀与叙事逻辑的双重完善，向世人诉说了一个个带有温度、充满

温情与励志的中国故事，以小故事抒发大情怀，以巧妙的微观叙事铸就蔚为壮观的社会景观，自然而然地

完成国家话语叙事。

中国故事不仅流淌在字里行间，亦被记者用图片直观地展示出来。在报道体裁上，不仅有新鲜时效、

言简意赅的消息，有深刻睿智、鞭辟入里的评论和通讯，还有看图“说话”。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十九

大报道中，图片新闻占据１２％。伴随着传媒手段的多媒体转向，“读图时代”已经到来。正如罗兰·巴特

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如今是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

息。”［７］《人民日报》（海外版）图片类报道的分布范畴较广，包括会议的现场照片、全国各地庆祝十九大胜

利召开的照片、人物照片（人民群众、人大代表）等，以“眼见为实”的建构方式，切实向读者展示十九大的

宏图盛况与百姓的富足安康。

在十九大报道期间，《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会刊登网友的言论，提供一个让百姓畅所欲言的话语空

间。如微博网友“Ｑｕｅｅｎ无敌英”说：“热血沸腾什么的就不说了。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我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做好自己。”网友“舒丑丑阿”则说：“那天本来是上《演讲与口才》课，老师问我们，想

不想看直播。从没见过全班如此整齐地应答：‘想看！’一颗又一颗澎湃的爱国心、爱党心啊！真的超级激

动！”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即是主体说话的资格，通过“话语”表达

主体的思想，确认主体的社会地位。在此，普通百姓在政治话语空间不再沉默失语，他们在这场政治活动

中同样拥有了话语权，抒发自我意见，表达政党认同，彰显个人价值。

此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十九大报道还涉及外方观点，共计２０篇，占报道总量的１１％。如１８日

第六版的报道《外国记者点赞中国》，各国记者均表示中国的创新令其印象深刻，想要让更多国人了解中

国的变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学习中国经验。《人民日报》（海外版）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刊登外国记者及

外国政要对十九大的正面意见，所要表明的正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此建构一个愈

发注重国际表现、追求睦邻友好与经济发展的理性中国形象。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实质上是一种“他者”的建构，换言之，这些“外国符号”是报道中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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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强调客体的差异特质以突出主体的身份和角色。“‘他者’的存在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有三：第一，

通过界定‘他者’来界定自身；第二，通过构建‘他者’来强化自身的同一性；第三，通过互为‘他者’来进行

跨文化传播”［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十九大报道中，除国人自己畅谈感受以外，“他者”来到中国

的所见所闻所感显然更具客观性与说服力。每期报纸都会设立一个“海外之声”栏目，１８日的第七版，

《中共十九大牵动全球目光》就收集了美国、俄罗斯、西班牙与日本等外媒对十九大的报道，以及对中国近

五年发展的评价。其中，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就表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

现５６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才能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我坚信，十九大的召开一定会加快中国的发展。”英国广播公司则分析称：“中国外交在十

九大之后的走向无疑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复兴的大背景下，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外交很可能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全球治理。这对于国际社会无疑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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